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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关于提高高职院校大学生课堂参与度的思考 
◆蒋思维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成都  610100） 

 
摘要：现如今，高职院校课堂中大学生消极参与、甚至是拒绝课堂教学

活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如何解决这种教学现状成为了大学教师必须面

对的挑战之一。本文从大学生课堂参与度的现状入手，分析了影响参与

度的因素，提出了几点如何提高大学生课堂参与度的措施，从而提升大

学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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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生课堂参与度现状 
1.课程学习主要依赖老师。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大部分

不愿意主动预习，对于知识点的获取完全依靠老师的课堂讲解，
他们更习惯老师“讲”课这种方式，主动学习和思考较少。 

2.课程参与度低和不均衡。对于课程内容不感兴趣，课程互
动环节也表现出不愿参与的态度，即使被老师强行要求参与，也
是很不情愿应付了事。即使有参与，表面上看，你说，我说，他
说，好像很热闹，但实际情况是，课堂中积极参与的总是那些少
数几个人，相当多一部分同学是无动于衷的“观望者”。 

3.课堂玩手机现象严重。很多大学生每天上课，本着混日子
的心态，能浑浑噩噩一天算一天，能不学习一节课就不学习一节
课。尤其是在当今社会诱惑力特别大的情况下。很多大学生整天
整天地与手机、电脑同为一体，表面上来到课堂，实则玩了一节、
一天的手机游戏。 

4.学生不愿意参与表达。虽然现代高校教育理念与教学模式
虽然出现了较大程度上的创新和变化，但是仍然有很多学生因受
到应试教育思想的束缚，认为课堂的“满堂灌”与“填鸭式”的
教学方法是常见的，进而严重影响到了其主观能动性的激发和培
养。在很多学生的意识当中，老师就是绝对权威的存在，他们不
敢向老师提出自己的质疑，在课堂中遇到了不理解的问题也不会
去主动向老师求教。 

二、影响大学生课堂参与度的因素 
1.课程特点。学生们表现出来对某类型课程更感兴趣，或者

感兴趣的人更多，这类课程往往比较有趣，知识点跟实际生活密
切相关，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能够立刻领悟或掌握一些常识或技
巧，学生在这类型课堂上参与度明显更高。 

2.课堂特点。比如课堂的规模，人数较少的课堂学生不易“躲
藏”，不会太紧张，更愿意参与。再比如座位的布置，传统的一
排一排课堂座位排列不利于学生的课堂参与，如果改成“Ｕ”形
或圆形，这样能保证学生彼此之间可以看到，可以交流，学生会
更愿意主动参与课堂。如果有老师的鼓励，比如学生课堂参与的
情况计入 后期末分数，或者可以获得额外奖励的话，学生会更
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另外，允许学生成为课堂参与评价过程的一
份子也有助于提高学生参与的数量和质量。 

3.学生特点。学生的性别和年龄会对学生的课堂参与有影
响，学生的自信、自尊、交际能力、责任感、课堂焦虑、对课程
是否感兴趣以及对课堂氛围的感知，也会影响参与度。 

4.教师特点。包括教师在课堂的状态、人格魅力、使用的教
学技术、教师的对学生的评价和肢体动作、与学生交流的方式，
对学生的要求等都会影响学生在课堂的参与度。 

三、增强大学生课堂参与度的相关措施 
1.成为积极又有魅力的教师 
一方面，老师不再一味的让学生去被动的接受知识与已知结

论，也不要通过死板的期末考试分数来判定他们在课程学习上优
秀与否，而应当积极“支持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例如老师
在课程一开始时就告诉学生会有参与环节，鼓励积极的课堂参与
者，即使学生在课堂上问题回答错误也没关系，遇到这样的老师，
学生会更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活动。其次，教师应注意个人魅力
的展示，学生更愿意遵从有个人魅力的老师，在大学阶段中，学
生越是对哪位老师有好感，就会对他所教授的课程越是“情有独
钟”，从而会表现出超高的学习热情与课堂参与度。 

2.鼓励学生互相促进 
持积极正面特质的同班同学能够激励班里的其他学生自愿

积极的参与到课堂中，同时这也为学生的课堂参与营造了一个良
好放松的环境。 

3.丰富课程内容 
通过适当减少理论课时间与数量的方式来为学生创造更多

自我学习和思考的空间，帮助他们创造一些参加实践与交流活动
的机会。老师要充分的信任学生本身的自学能力，将课本中那些
无关痛痒的内容忽略掉，让学生自行理解这一部分内容；其次，
针对那些比较棘手或是难度较大的问题，老师也要让学生先思
考，在说出自己的疑问与想法之后再对正确答案进行公布和讲
解，为学生创造出更加轻松且自由的学习氛围； 后，老师不应
总是过于担心学生是否能够听懂自己的讲课内容，在教授一些必
讲知识时也要将传授思路与学习方法作为课程重点，并将自己的
学习历程与思考方式告知给学生知晓，帮助他们逐渐的了解到独
立分析的重要性。 

4.良好的教室环境 
良好舒适的教室环境和小班级上课会让学生更愿意参与到

课堂中来。如果班级规模较小，学生会感到非常舒服且愿意跟课
堂里的其他同学分享观点；同时，师生交流的声音也不用特别大
声，学生的想法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和赏识。这样的教室环境让学
生更容易参与到课堂中。 

四、结束语 
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参与课堂效率低是近几年以来长期存在

的问题，又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影响的结果。虽然在本文就这个
现象进行了分析，而且就如何改变这一现状提出了几点意见，但
是如何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各方面不断地尝试，努力
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法，保证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输送可靠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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